
當教師遇上ASD：後疫情時代 (中學)
經驗分享：家校合作及個案分享

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「愛•家庭」賽馬會成長中心
高寶琪 單位主任
許穎淋 輔導員

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
林咏珊 學生輔導員 輔導心理學家

講者



內容

我們的服務

個案分享 - 成長與經歷

心靈的迴響 - 學校心聲

守護孩子 你、我、他 - 家校合作中的持份者

心靈互通 - 教師與家長溝通



服務對象
 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童及其家庭

服務目標
 讓孩子在黃金期及早接受訓練，讓家長得

到實務及心靈上的支援

服務模式
 透過中心的跨專業團隊，提供一站式評估、

個別及小組形式的專業訓練

中心地址：九龍馬頭涌道139號聖三一白普理中心3樓
(宋皇臺站B1出口）

網頁：https://skhwcwelove.org.hk/

https://skhwcwelove.org.hk/


我們的服務

1 3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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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及香港賽馬會
在2011-12年度推出

先導計劃

於2015年推行
「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」

2021-24年度聖公會參與
教育局「學校與非政府機構協作」計劃

教育局及香港賽馬會
在2014-15年度推出

先導計劃

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於
2018-21年度參與「賽馬

會喜伴同行計劃」



學生小組訓練

TYPE B
強項為本課程

家長諮詢

教師諮詢

朋輩活動

TYPE A
學生支援計劃

服務對象
自閉症譜系學生、其家長、朋輩及老師
服務62間中小學，三年共360個小組



守護孩子 你、我、他 - 家校合作中的持份
者

家庭：
如家長、父母以外的照顧
者、祖父母、兄弟姊妹和
不同家庭結構的家庭成員

學校人員：
如校長、教師、
學校職員、校董

與家庭和兒童相關的專家：
如社工、教育心理學家、
輔導員、駐校護士

社區伙伴：
如專上院校、出版商、來
自語文、文化及民間團體
等非政府機構的代表

家校合作

資料來源：教育局家長教育課程架構 2021年9月



守護孩子 你、我、他 - 家校合作中的持份者

家庭：
如家長、祖父母、兄弟
姊妹和其他照顧者

學校人員：
如校長、教師、
學校職員、校董

社福機構：
如心理學家、社工、
輔導員、團隊

家校合作

孩子



社福機構在家校合作中的角色

✗

對ASD學生不同面向需要的覺察

社交溝通動機

對印象系統的應用

對獎勵制度的應用

訓練者

促進者

同行者



學習主題︰社交思考

學習重點︰

收集社交線索

推測別人想法

計劃可行做法

行動

檢討做法的成效

配合小組訓練主題



提升社交動機策略



印象系統 想法分析



個案分享 - 成長與經歷

診斷
• 自閉症譜系

• 輕度智力障礙

• 言語障礙

• 聽力障礙

個案背景
• 初中男生

• 高社交動機

• 重視朋友

• 喜歡上網與朋友聊天

• 喜歡跟隨朋友行為

• 不擅於表達，未能合宜地與朋輩溝通



個案分享 - 家長關注

個案問題

• 家長關注孩子與朋友在網上見面有不合宜行為

• 日常未能按場合調節與朋友的身體距離

家長面對的困難

• 應否 / 如何與對方家長協商

• 擔心告知學校後影響親子關係

• 擔心讓學校 / 對方家長感覺被人投訴



個案分享 - 輔導員之介入

家長溝通

鞏固學校角色︰肯定學校介入之重要性

跟進︰個案朋友的社交行為和技巧

家長與孩子的相處與管教

相處與管教︰先了解孩子的需要，喜歡的朋友特質 / 

相處方式，嘗試先明白孩子的需要

介入方式︰分享以示範及自然介入方式幫助孩子如何

與朋友作合宜社交互動

資源︰介紹網上資源以建立健康社交行為

學校溝通



守護孩子 你、我、他 - 家校合作中的持份者

學生家長 學校輔導員

小組導師

家校合作

學生



心靈的迴響 - 學校心聲

學校面對的情況

小組導師的介入

家長轉變

為學校帶來的轉變



心靈互通 - 教師與家長溝通

自閉症譜系學生特徵

• 人際關係

• 語言和溝通

• 固執的行為



教師可能面對的困難：

• 家長已有固定管教方向，難
以接納建議

• 家長與學校溝通動機較低

• 教師未必掌握對ASD學生的
個別需要及支援方向

• 難以同時兼顧個別學生需要

家長可能面對的困難：

• 不明白孩子的需要

• 孩子在家及學校表現不一樣

• 照顧者管教不一致

• 照顧家庭的壓力

• 未能接納子女的特殊需要

心靈互通 - 教師與家長溝通



心靈互通 - 教師與家長溝通

1. 保持正面心態

A. 肯定付出
• 家長於管教上已作出努力
• 家長嘗試與學校溝通

B. 接納家長的限制
• 對ASD需要的認知
• 與孩子的相處時間
• 家長與孩子的溝通困難
(孩子進入青春期)

C. 從家長角度出發
• 運用同理心，讓家長感到被
關懷及明白

• 多鼓勵(先欣賞後建議)

A. 按家長的特性調節溝通內容

B. 運用中立的言詞
• 不偏不倚
• 避免加入個人主觀感受

C.   善用跨專業團隊支援

2. 合宜的溝通技巧，
營造雙向的溝通氣氛




